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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村振兴的大幕
拉开，大美乡村日渐成为年
轻人的“创业热土”，乡间田
野焕发出新活力，各地涌现
了不少“新农人”创业故
事。近年来，惠州惠东北部
的安墩镇依托优越的气候
条件大力发展蜜柚种植产
业，并逐渐打响了“安墩蜜
柚”品牌。如今该镇的蜜柚
种植面积已超过 1 万亩。
2020年，3位年轻人在这座
山区小镇承包了千亩柚园，
扎根乡村逐梦“甜蜜”事业。

中秋临近，蜜柚飘香。
安墩镇葵双村永惠蜜柚基
地正值繁忙的采摘期。从
山坡上看去，漫山遍野的

“黄金果”沉甸甸地挂在枝
头上——这片硕果累累的
柚园，正是3位90后年轻人
悉心经营的成果。

退伍后向往乡村生活

“今年柚子成熟期较
晚，上周才正式开园，现在
柚园已经进入了最忙碌的
采摘期。”龚柯宇介绍，永惠
蜜 柚 种 植 基 地 规 模 超 过
1000亩，品种主要是白柚，
今 年 产 量 预 计 可 以 达 到
100万斤。

龚柯宇熟悉地向记者
介绍柚园的情况。一番攀
谈得知，这位年轻的创业者
是一名 90后退伍军人。龚
柯宇出生于 1993 年，老家
在湖北。2015 年退伍后，
他来到惠州工作生活了几
年。进入社会职场的几年
间，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龚柯
宇心中一直对乡村生活充
满向往和怀念。

机缘巧合下，龚柯宇认
识了在惠州创业的方思凯
和黄润梓，年纪相近且志同
道合的三人常常聚在一起
畅谈未来。随着各地乡村
振兴热潮涌动，他们也逐渐
萌生了到农村做点事业的
想法。

“大概是 2020年，听一
位朋友说惠东县安墩镇有
一个柚园要转让。得知这
个机会以后，我跟伙伴就特
地来到安墩调研，并住了一
晚。”谈及创业经历，龚柯宇
颇有感触。据他回忆，他们
在安墩待了两天，很快就被
这里的自然风景吸引。“安
墩好山好水，生态优越，并
且交通便利，尤其是这片果
园，特别符合我们的设想。”
龚柯宇说。

龚柯宇与两位合伙人
很快就决定承包经营这片
果园，经过筹钱、分工、计划
后，三位合伙人正式踏上了
乡村创业的旅程。

从零开始学种蜜柚

如 何 经 营 上 千 亩 柚
园？这对 3 位缺乏农业经
验的年轻创业者而言，无疑
是一大难题。

“为了快速掌握蜜柚产
业各环节的经验，我们接手
果园以后就开始外出考察
学习。”龚柯宇说，在走访了
福建、梅州、江西等地的蜜
柚产业基地后，他们重点学
习了相关的种植、管理、销
售经验。回来后他们一边
消化整理理论知识，一边

“摸着石头过河”打理柚园。
在安墩气候、土壤等自

然优势的加持下，他们很快
迎来了接手柚园以来的第
一个收成季。最初三人对
市场行情并不熟悉，销售节
奏比较被动，所幸当地政府
加大力度支持“安墩蜜柚”
产业发展，三人也不遗余力
联系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最
终成功卖出了 100 多万斤
柚子。

今年是团队接手柚园
以来的又一个丰收季，比起
第一年的慌忙、懵懂，龚柯
宇等人对待繁忙的采摘、销
售、运输工作，多了几分从
容、娴熟。

计划冲刺中高端市场

“今年中秋节来得早，
节前消费窗口期较短，整体
出货压力比较大。”龚柯宇
对记者说，现在永惠蜜柚基
地每天都有接近 50名工人
在负责采摘、包装、装车等
工作。

虽然出货时间紧，但
龚柯宇对自家蜜柚的销售
却十分有信心，“我们基地
的蜜柚销售还算不错，今
年很多订单走的是线上平
台渠道，卖到全 国 各 地 ，
也 有 很 多 政 企 集 中 采 购
的订单。”

对于安墩蜜柚产业的
前景，龚柯宇表达了颇为乐
观的看法。他认为，安墩蜜
柚产业最大的优势在于蜜
柚的品质，从近几年的市场
反馈来看，安墩蜜柚的品质
受到广泛认可。

“接下来我们准备建设
分拣包装生产线，通过采
摘、清洗、分拣、挑选等环
节，将蜜柚按照不同规格打
包，投入到不同的市场，尤
其是重点瞄准高端市场。”
龚柯宇表示，安墩蜜柚一直
坚守品质，但却很少在大型
商超出售，接下来基地将以
中高端市场为目标，进一步
擦亮安墩蜜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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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柚园喜挂“黄金果”
革命老区振兴添活力

惠东安墩蜜柚丰收上市，预计产量5000万斤

统筹策划/羊城晚报记者 马勇 陈骁鹏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丽媛

惠州惠东县城出发，沿
着 356 省道向东行驶，

拐入243省道再往北前行十余
公里，便来到知名的革命老区
安墩镇。中秋临近，这个坐落
于惠东北部的山区小镇正迎来
蜜柚收获季——万亩柚园飘香
十里，漫山遍野翠绿挂“黄果”，
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近年来，安墩镇因地制宜
打造蜜柚种植特色产业，蜜柚
种植面积已超过 1万亩。“安墩
蜜柚”凭借清甜柔嫩的果肉、饱
满多汁的口感畅销大湾区各
地。记者了解到，今年安墩蜜
柚预计产量可达5000万斤，产
值约 1亿元。特色产业有效地
激发了乡村活力，“万亩柚园”
成为当地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俯瞰之下，安墩四面环山，
风光秀丽。红色火种曾在此燎
原，留下宝贵的红色印记。如
今，昔日的革命老区充分挖掘
红色资源，大力开发温泉度假
旅游，持续推动蜜柚产业种植，
通过整合特色资源走出了一条
乡村振兴发展的新路子。

90后创业者
逐梦“甜蜜”事业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丽媛

壹万
亩
柚
园
迎
丰
收
，村
民
农
户
采
摘
忙

打
响
﹃
安
墩
蜜
柚
﹄
品
牌
，探
索
产
业
发
展
新
模
式

距百岁源蜜柚基地几距百岁源蜜柚基地几
百米处百米处，，便是当地最大的蜜便是当地最大的蜜
柚种植园柚种植园———永惠蜜柚基—永惠蜜柚基
地地。。近日近日，，该基地也进入了该基地也进入了
最忙碌的采摘期最忙碌的采摘期。。现场现场，，数数
十名工人正熟练地采果十名工人正熟练地采果、、打打
包包、、装箱装箱，，缓坡上的大货车缓坡上的大货车
被金灿灿的蜜柚塞得满满被金灿灿的蜜柚塞得满满
当当当当，，准备运往大湾区各地准备运往大湾区各地
市场市场。。

据介绍，近年来随着蜜
柚种植规模扩大，安墩镇逐
渐形成了“村集体+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
式，如今全镇已有超过 20
家合作社，形成永惠蜜柚、
九蜜红柚等十多个知名品
牌种植基地。2020 年，安
墩镇葵双村蜜柚入选省级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
村公示名单。

永惠蜜柚基地有关负
责人龚柯宇正忙碌地核对
订单，一旁的手机响个不
停。进入采摘期以来，他几
乎 天 天 在 柚 园 忙 到 天 黑
——联系业务、跟进订单、
指导工人采摘包装……辛
劳而充实。

“今年我们柚园预计产
量约 100万斤，产量整体比
去年有所减少。”龚柯宇说，
今年开春时节雨水较多，这
个阶段属于柚园保花保果
阶段，连续阴雨天导致整体
产量有所减少，不过蜜柚品
质上佳，销售情况乐观。

“安墩本地的蜜柚种植
户无论是大型的合作社，还
是个体农户，大家对蜜柚种
植的每个环节都十分严谨，
也舍得投入成本保障蜜柚
生长。”龚柯宇表示，种植户
对待蜜柚种植的专业严谨
态度，加上山区特有的气候
条件，使得安墩蜜柚的品质
越来越受到市场的认可。

龚柯宇介绍，永惠蜜柚
基地的种植面积逾千亩，
作为葵双村种植面积最大
的蜜柚园，该基地已带动
了当地数十人就业。近年
来，永惠蜜柚基地积极探
索蜜柚产业发展新模式，
提高蜜柚相关产品的附加
值，通过开拓电商渠道、参
加贸促会等方式打响“安
墩蜜柚”品牌知名度。记
者了解到，除了发展种植
业，该基地还积极研发了
蜜柚衍生产品，推出了柚
花茶、柚子月饼等产品，推
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永惠蜜柚基地已成功
申报为惠州市级农业公园，
计划投资 1.9 亿元，探索蜜
柚产业发展新模式，助力乡
村振兴。”龚柯宇表示，基地
将计划依托安墩蜜柚这一
农特产品，结合安墩革命老
区红色资源和生态旅游资
源，延长蜜柚深加工产业
链，发展生态农业观光旅游
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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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安墩镇大街小道走在安墩镇大街小道
上上，，能看到不少来自深圳能看到不少来自深圳、、
东莞等地的私家车驶过东莞等地的私家车驶过，，不不
时有游客在摊位边停下选购时有游客在摊位边停下选购
蜜柚蜜柚。。随着跨省旅游降温随着跨省旅游降温，，
乡村近郊游日渐走红乡村近郊游日渐走红，，不少不少
一一、、二线城市家庭更倾向于二线城市家庭更倾向于
前往周边城市的特色乡村度前往周边城市的特色乡村度
假假，，体验乡村农家乐体验乡村农家乐。。

“听朋友介绍，安墩这边
可以体验蜜柚采摘，所以带
着小孩过来感受一下田园气
息，顺便带点价美质优的蜜

柚 回 去 给 亲 友 做 中 秋 礼
品。”来自深圳的游客刘先
生表示，这次来到安墩，不
仅是慕“万亩柚园”之名而
来，更是被这里地道的温
泉、红色打卡点吸引。

记者留意到，蜜柚产业
只是安墩镇推动乡村振兴的
抓手之一。近年来，安墩充
分发挥丰富的红色资源和优
良的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开
拓“休闲观光+生态农业+温
泉养生+红色旅游”为代表

的全域旅游路线。
安墩革命历史源远流

长，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粤
赣湘边纵队的诞生地和根据
地，保留了众多比较完整的
革命旧（遗）址、战斗旧（遗）
址、纪念设施和名人故居，
是惠东红色旅游地之一。此
外，安墩地处山区温泉资源
丰富，有“天下第一泉”之称
的热汤硫黄温泉，温泉水质
堪比云南腾冲，被誉为“宝
藏温泉小镇”。

近年来，安墩紧密结合
资源和区位优势，提出了

“一花五叶”全域发展格局，
全力推动安墩革命老区振兴
发展，构建以红色为底蕴
（一花）的红色旅游镇区、水
韵花香美丽乡村片区、农业
旅游片区、绿色旅游片区、
养生旅游片区（五叶），打造
集红色旅游、康养、特色农
业等为一体的革命老区发展
模式。如今走进安墩，万亩
柚园蜜柚飘香，“一花五叶”
的发展规划格局初步形成，
昔日的革命老区正焕发出新
时代的活力。

从

货车被金灿灿
的蜜柚塞得满满当
当 受访者供图

安墩柚园风光

柚园迎丰收，农户采摘忙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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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柚园”已成为安墩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惠东县委宣传部供图

安墩蜜柚

““柚柚””是一年中秋节是一年中秋节，，蜜蜜
柚飘香迎游客柚飘香迎游客。。日前日前，，记者记者
来到安墩镇葵双村来到安墩镇葵双村，，感受金感受金
秋时节的丰收喜悦秋时节的丰收喜悦。。走在走在
开阔的村道上开阔的村道上，，可以看到装可以看到装
满蜜柚的大车小车来回穿满蜜柚的大车小车来回穿
梭梭；；道路两边道路两边，，柚农捧着饱柚农捧着饱
满的柚子热情揽客满的柚子热情揽客，，金灿灿金灿灿
的柚子堆成的摊位在阳光的柚子堆成的摊位在阳光
下熠熠生辉下熠熠生辉。。

走进惠州市百岁源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百岁源”）蜜柚基地，站在
位于山间平坡上的厂房中，
可尽览“万亩柚园”的大美
风景。延绵的山坡上、平缓
的山地间整齐有序地种满
了果树，硕大的蜜柚果实挂
满枝头，暗红色纸套将蜜柚
外表包裹得严严实实。傍
晚时分，夕阳的余晖在漫无
边际的柚园上铺洒了一层

“金秋丰收色”。
“今年雨水充足、气候

适宜，蜜柚的品质、口感会
比上一年更好。我们柚园
产量整体与去年持平，预估
收成30万斤。”据百岁源有
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安墩葵
双村里规模较大的种植基
地之一，百岁源蜜柚基地每
年都向市场输出优质的黄
金柚。为了更科学地种植、
养护蜜柚，该基地还聘请了
多位来自福建的蜜柚种植
老专家打理果树。

清晨 6 点，天灰蒙蒙，
黄师傅早早来到柚园开始
了一天的工作。他熟练地
查看蜜柚的成熟度，并做好
采摘计划。“我老家在福建，

有十余年的蜜柚种植经验，
这几年来一直保持与安墩
的蜜柚基地合作，推广种植
技术、经验。”黄师傅表示，
安墩地处北回归线附近，这
里的气候温和、土壤肥沃、
水质优良，各方面都特别适
合蜜柚生长。

黄师傅介绍，“安墩蜜
柚”已有十多年的种植历
史，由于品质上佳，并且赶
在中秋节前进入成熟期采
摘上市，基本上不愁销路。
不过，今年中秋节来得更早
一些，这给安墩蜜柚种植户
带来不少压力。

“往年中秋节一般在国
庆节前后，今年提前到了教
师节当天，节前消费的窗口
期短了大半个月，种植户的
出 货 压 力 也 会 稍 微 大 一
些。”百岁源有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将重点通过分批
预售、线上线下渠道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营销。


